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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益阳市林业志》是我市的第·部林业专志，它集明崇

祯十二年(1639)至1986年共347年林业史实之大成，计7万

余字，填补了我市林业史上的空缺，功垂千秋。观今鉴古，

继往开来，这部专志当为激励当代，唤起来人，共同为实现

我市林业现代化而奋进。

《益阳市林业志》的价值有三：一是存史。它坚挣“略

古详今力的原则，大量查阅、收集资料，年限远起明朝崇祯

年间，近到1986年，跨越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若干历史

发展时期。编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

法，在浩繁的史料中，广泛涉猎，实事求是进行取舍，以纪实

的手法进行编撰，资料齐备，内容丰富，特别是在大事记、

营林生产，森林保护等方面记载详实，成为我市林业史上重

要的文献资料。二是资治。编者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，对

自然条件，森林资源、采种育苗、植树造林，林业科技等作

了合理的编排。内容翔实，秉笔直书，因果显然，为振兴益

阳市林业提供了科学依据。三是教育。志书中既有经验，也

有教训，益阳市林业的发展规律得以基本体现。后人该从中

吸取那些经验教训。自当显而易见。

编纂王克生，是一位年近半百且在林业战线上南北转战

2 0多个春秋的大学生、工程师，他深入调查，虚心求教，认

。；真写作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本志编修，其精神难能可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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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益阳市林业志》的编修，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

和市志办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，同时得到了兄弟单位和本局

干部的大力支持，这是“众手成志，，的体现，在此一并表示

热忱地谢意。

益阳市林业局副局长 潘荣贵

1988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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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志主要记述益阳市郊区林业建设的演变过程及经

验教训，未涉及森林工业及城区绿化：

二，本志记述时限，上溯事物之端，下限为1986年12

月。 ·．

三、本志列搿大事记力，系循年编排，时间从益阳市建

置开始。

四，志中数字，按《湖南省志》行文通则书写，民国前

的年号用旧历，括注公历年月，民国后运用公历记年’地名

和机构，均用事件发生时的名称，适当括注现名。

五，林业属自然科学，记叙中保持专用名词，术语及常

用代号，简称等。

’六、本志资料来自政府档案，部门文书，史志文献，座

谈口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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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▲ 益阳市1950年初建时，只有资水南岸的桃花仑村、大海

塘村以及石壁湖，石码头、龙山港一带有少量山地，林业用

地仅1399．5亩，占全市总面积的6．7％。之后，随着行政区

划的扩变，林业用地增加。1975年，林业用地有20141亩，占

全市总面积的30．5％。1984年市区再次扩大， 增加7乡l镇

(后改为52 2镇)，林业用地增加到13．49万亩，占总面积

，的23．46％。1986年来，全市森林覆盖率为21％。森林资源，

主要分布在杨林坳乡、香铺仑乡、黄泥湖乡及迎风桥镇、新

桥河镇。上述乡镇，共有林地11．05万亩，占全市有林地面

积的91．86％，立木蓄积6．13万立方米，占总蓄积的75．49％。

民国时期，益阳城区的近郊古木参天，森林茂密，还有

豺狼虎豹出没。据益阳县志(1932年)记载。。在城里，三里，

七里、十五里，二十里等处，山深菁密，栖息豺狼麂兔虎
‘’

豹，故以猎为务者所有皆有一。抗Et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军队

49军驻防益阳，对近郊森林肆意砍伐，大海塘、桃花仑一带

、 的大部分竹山和较大的树木，几乎全被砍光，以致沦为荒山
善

残林。 、

。

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，重视林业

q 的恢复和发展，但经验教训，均有所得。50年代初建市时，

≮ 。乙 市政府就成立了农林科兼管林业，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林业政

鼋策，充分发挥和调动群众的造林积极性。1956年至l 958年

。、。 I



春，全市共植树造林1495亩，荒山几乎全被绿化，林业出现

了生机。然而，随着“左黟的思想的影响，接着发生的失误

： 不少。1958年开始的“大跃进"中，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

和大炼钢铁， 给森林资源带来了灾难性后果， 全市除会龙
1

公园受重点保护外，其余仅留下了一些油茶和风景林。60年
1

代后，重粮轻林，加上林权不稳和“文化大革命"的动乱，

． 毁林开荒、建房、乱砍滥伐累累发生，森林资源再次遭受破

坏。特别是当时的杨林坳、新桥河，迎风桥、香铺仑、黄泥

二 湖等几个岗丘区公社破坏更甚，成熟林几乎全被砍光。李昌

港公社干杉树大队300多亩青山成了“和尚头"，至今还未

绿化成林。而林木极少的几个湖区公社，如长春、过鹿坪

等，在70年代的割“资本主义尾巴"运动中， 连四旁(即

宅旁、村旁、路旁，水旁)林木都受到严重破坏。据1975年

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统计，全市(包括1984年益阳市扩郊增

加if,j7乡1镇)有有林地面积12．34万亩，平均每亩仅积蓄木

材0．16立方米。森林严重破坏，造成植被负向演替，带来不

少危害。生态失调，微域气候改变，水土流失严重，表土肥

力下降，旱情加剧，昔日常有溢流的童予坝、荒田冲水库，

。 至今常年蓄水不满，森林动物资源减少，森林次要害虫如竹

青虫、竹斑蛾、介壳虫等巳上升为主要害虫，原有松毛虫、

竹蝗等主要害虫日趋严重。如1982年，杨林坳公社的万多亩

竹林受竹蝗为害，成为近百年来最大的灾害。

林业经过几次大的折腾，遭受几次大的破坏后，引起了

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。1978年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

会以来，中共益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把林业建设列

要议事日程，当作一项战略任务来抓。进A．80年代

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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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实行‘‘休养生息，恢复发展一的方针。从1981年lO月

起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林业“三定妒(定户、定面积，定使

用权)工作，到1984年底止，将全市13．49万亩山地稳定了

山林权属，给50425户农民划定自留山计12．14万亩。有31个

乡，村集体林场和1844个村民小组建立和完善了林业生产责

任制，各乡配备了林业专干，1984年又正式成立益阳市林业

局，在加强局内设机构“营林站’’技术干部力量的同时，增

设“林政彬、“森保站矽，进一步加强对全市林业生产的
技术指导和林政管理。对毁林案件，坚挣按《森林法》和乡
规民约殳卜罚。与此同时，坚持林业改革，调动了广大群众造

林、护林的积极性。荒山造林，幼林护育，次生林改造利

用，以及病虫防治都走上正轨，以封为主，封、育、造结

合的营林措施逐步得到落实。1981年至1986年，全市适地适

树，科学造林共计6080亩，封山育林和封山护林达7．23万

亩。林木蓄积逐渐增加，据1985年第二次森林资源清查统

计，全市活立木蓄积量上升到8．12万立方米，速生丰产林和

经济林建设速度亦相应加快。林业生产形势逐步好转。
’

3



大事记

1 9 5 0年

9月26日，建立益阳市。成立中国共产党益阳市委员会、

益阳市人民政府。林业生产由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兼管。

1 9 5 1年

4月，省林业厅在李家洲设置木材检查站。

1 9 5 4年 ，

2月，大冰冻，最低温度摄氏零下13．6度，森林受损严

重，柑桔树成片冻死。

5月，迎风桥等地松毛虫危害严重，用人工捕捉成虫、

摘茧、摘卵块等办法防治。

l 9 5 5年

3月，成立益阳市人民政府农林科，负责全市农、林，

水利工作。

1 9 5 6年

春，桃花仑乡人工造林405亩，其中马尾松200亩，杉树

5亩，油茶、茶叶等200亩。

7月，益阳市人民政府农林科改名为益阳市农林水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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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管全市农，林、水工作。．
‘

1 9 5 7年

春，各乡成立“造林委员会黟，负责造林，护林管理工

作。

山林折价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统一经营管理。林业

生产走上集体化轨道。
’

1 9 5 8年

农村开展“大炼钢铁’’、“大办食堂黟的群众运动，森

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。到1959年，山上仅留下一些幼林和油茶

林。会龙山上的树木因市人民委员会严令禁砍而免遭破坏。

l 9 5 9年 ，

益阳县林业局在杨林坳公社新桥山设立“林业学校胗，

有学生30余人。

l 9 6 O年

撤销农林水利科，人员下放劳动。中共益阳市委办公室

兼管农林水利工作。

l 9 6 1年

lO月，市农林水利科恢复办公，收回下放人员。

。’

1 9 6 2年 ．

＼ 12月，长春区建立区林业工作站，主要负责杨林坳，新

、＼＼ 5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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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河，香铺仑、迎风桥、李昌港、长春、过鹿坪等公社和新

桥河镇的林业生产。管理山林面积12．61万亩。

冬，市农林水利科根据省政府“关于确定林权，保护山

林，积极发展林业生产胗的精神，落实山林权属。在“四

固定"的基础上，对大队与大队之间、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 户

山林进行全面清查，及时女卜理山权、林权和山界不清的问

题。

各大队成立“山管会"，生产队成立“山管小组移，确

定专业“看山员"，实行定工分、定报酬、定奖罚责任制，

并制发看山员“护林执照"。

1 9 6 3年

3月，建立益阳市会龙山林场，经营面积1260亩，其中

荒山900亩，油茶15亩，核桃30亩，松、杉255亩，果木林60

亩。

5月，国务院发布施行《森林保护条例》。随之成立益

阳市造林护林指挥部。

， l 9 6 4年

1月，撤销益阳市农林水利科，建立益阳市农林水利局。

增设益阳市农林水利局林业工作站，专管全市林业工作。
坤

l 9 6 6年

6～7月，大旱，杨林坳公社4个大队20个生产队枯死楠

竹977窗’讦8950株。

／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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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6 8年

益阳市农林水利局机构解散，人员下放，市郊林业生产

由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下设的农业组负责。
，． ．

7

1 9 7 0年

上半年，杨林坳，新桥河、迎风桥等公社发生松毛虫，

竹蝗、竹青虫危害，区，公社建立联防指挥所，发动群众和

学生上山摘松毛虫卵块，捕捉竹蝗、竹青虫，防治效果很

好。

l 9 7 1年

’杨林坳公社发动群众，在飞扑仑连片开荒整地造林，营

造杉木林2100亩"，檬木林100亩，茶叶380宙。
’

l 9 7 3年

7月，恢割益阳市农林水利局，收回下放人员。

’12月，建立郊区公社林场(后改名黄泥湖乡林场)，新

造杉，棕林344亩。 。

． 1 9 7 5年

i、 8月，第一次开展二类森林资源清查，至1976年6月结

’＼ 束。对全市森林资源摸清了家底。

’≮ 1 9 7 7年

坳公社林场被评为益阳地区林业系统红旗单位。

。7



l 9 7 8年
●

2月，益阳县粮食局投资10万元，在香铺仑、李昌港、

迎风桥，欧江岔、新市渡等lo个公社，试验栽种从阿尔巴尼亚

弓I进的油馓榄4．89万株，因土质、气候条件不适，引种失败。 一

12月22日，成立益阳市农学会，农林水利局林业技术干

部均参加其组织。

1 9 7 9年

益阳市会龙山林场划归益阳市城建局管理。

1 9 8 1年

3月，市农林水利局抽调技术干部开展第一次全市森林

病虫害普查。

6月，成立益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，划定林业科研试验

林地80亩。

8月，市人民政府成立“益阳市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

划工作领导小组’’，全市开展农业区划(包括林业区划)工

作。于次年8月结束。

lo月，湖南省山林定权发证领导小组印发《关于山林定

权发证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。随后，益阳市成立定权发证领

导小组，在全市开展林业“三定"工作，1982年10月结束。

1 9 8 2年
．

、

2月，过鹿坪公社林场第一次从汉寿县围堤湖农场引种／

“欧美杨"(62号、69号和73号三个速生杨树品种)，扦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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